
书书书

血分证与血证异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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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血分证与血证均有出血的临床表现，以及热盛动血的核心病机，但血分证可由疠气所致，而血证多以脏

腑内伤为主要病因；血分证属温病范畴，而血证属于中医内科范畴。血分证与血证在治法上有相似之处，二者

在治疗上均谨守“诸热瞀瘛，皆属于火”之病机，但清心开窍、熄风止痉的治法为血分证所特有。临床治疗上，血

分证与血热证均可以犀角地黄汤为基本方加减，但血分证需加开窍、熄风药物，而血证需加养阴清热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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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分证为温病卫气营血传变过程中最危重的阶

段，叶天士认为，“入血”是辨治血分证的关键，《温热

论》载：“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１］３４１３４２

叶天士提出血分证需用凉血散瘀法，这一治法与《中

医内科学》［２］中血证的治法相符合，因血分证的概

念、临床症状、病因病机及治法与血证有极为相似之

处，而在叶天士之后的诸多温病医家认为血分证属

于温病发展的一个过程，并未提出血分证属于血证

的相关看法，尽管在当代有学者提出血分证可被纳

入血证的假设［３］，认为血分证与热盛迫血型血证多

有类似，但血分证与血证辨证思路和说理工具有所

不同，兹论述如下。

１　审血分证与血证之因

血分证的病因以外感温邪为主，其病机核心为

热盛动血，热瘀互结［４］，柳宝诒指出血分证的病机：

“凡此皆血为热邪所迫”，提示热迫血行是血分证的

基本条件。而热盛迫血型血证多由于感受六淫，酒

食不节，情志过极，劳倦内伤，久病、热病之后而致火

热熏灼，迫血妄行。《景岳全书·杂证谟·血证》对

血证作了系统归纳，提纲挈领地将热盛迫血型血证

的病机概括为“多由于火，火盛则逼血妄行”。由此

可见，血分证与热盛迫血型血证病因均包括感受六

淫，但血分证还可由于疠气导致，热盛迫血型血证还

可由内伤和不内外伤等原因导致。血证除热盛迫血

的证候之外，还有脾不统血、气虚不摄等证候。在病

机方面，血分证与血证具有“火热熏灼”的相似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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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者病机核心相似，但二者病因有所不同，血证

多由内伤脏腑所致，而血分证多为外感温热病邪

所致。

２　辨血分证与血证之证

血证名称首见于明代虞抟《医学正传》。该书引

《黄帝内经》“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以及“怒则

气逆，甚则吐血”等诸多出血证之条文论述血证概

念。而现代《中医内科学》教材则以此为基础，运用

气血津液辨证将临床出血病证归为血证。《中医内

科学》教材中血证的概念为由各种原因而致血液不

循常道，或上溢于口鼻诸窍，或下泄于前后二阴，或

渗出于肌肤所形成的一类出血性疾患［４］。火热熏

灼、灼伤络脉，脾不统血、气虚不摄，可致血行脉外，

出现鼻衄、齿衄、吐血、便血、紫斑等多种出血症状，

出血是血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叶天士遵《黄帝内经》《伤寒论》之旨，并结合自

身临床实践，在后世医家关于血及血分的论述启发

下，以外感温病由轻而重的病理过程将温病分为卫、

气、营、血４个阶段。血分证是温热病邪深陷血分，

而致伤阴或出血的阶段。在《温病学》教材中［５］，血

分证的概念为温热病邪，深入血分，迫血妄行，或燔

灼肝经，引动肝风所表现的证候。

高热谵语为血分证的主要临床表现。尽管温病

后期的血分证与热盛迫血型血证均会出现热盛和出

血等症状，以及发斑等类似的临床表现。但血分证

发病急骤，属温病危重时期，血分证的出血为多脏

腑、多窍道的急性出血，可见鼻衄、齿衄、便血、尿血

等症状，且常伴有高热烦躁、头痛如劈、昏狂谵语、有

时抽搐的临床表现，其传变迅速、病情险恶。而热盛

迫血型血证常有反复发作的慢性病史，出血量少于

血分证出血，一般无舌质红绛等热盛伤津的表现，也

无温病传变迅速这一特点，更没有闭窍、动风等兼

证。从临床表现来看，尽管二者均有出血症状，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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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证还有高热烦躁等温热病的临床表现，而血证并

无高热症状，虽然血虚、血瘀会出现发热，但其严重

程度远不及血分证之高热。综上所述，血分证属于

温病范畴，而血证属内科范畴，二者说理工具不同。

尽管血分证与血证均来源于《黄帝内经》，并在此基

础之上不断发展、完善，相互交叉，但仅根据临床表

现，将血分证归属于血证范畴，则有牵强附会之嫌。

３　论血分证与血证之治

从治法角度来看，尽管血分证与热盛迫血型血

证均以清热凉血化瘀为本，但血分证伴有闭窍、动风

等兼证，故在“凉血散血”时，配合清心开窍、熄风止

痉或化瘀止血等治法。同时，因血分证有阴虚伤正

之嫌，故在治法上还应考虑养阴顾正。而热盛迫血

型血证的治法，常参照缪希雍治吐血三法、唐容川治

血四法。概而言之，清热或滋阴以治火，清气或补气

以治气，凉血止血、祛瘀止血以治血。因此，开窍、熄

风止痉之法不属于血证治法范畴，血分证与热盛迫

血型血证在治则治法方面有一定交集，但无从属

关系。

血分证与血证在具体的治疗思路和方药上多有

相似。如叶天士治一“温邪入血分”案：“温邪已入血

分，舌赤音低，神呆潮热，即发斑疹，亦是血中热邪。

误汗消食，必变昏厥。”［１］１４０患者神呆潮热，斑疹隐

隐，叶天士治以凉血开窍法，药用犀角、生地黄、玄

参、牡丹皮、郁金、石菖蒲。温病后期，热入血分，叶

天士以犀角地黄汤为基本方加减，去芍药加玄参，重

在凉血滋阴，郁金苦寒清心，为血分之气药，石菖蒲

可“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神农本草经》），以达

醒脑、散瘀、开窍之效。

犀角地黄汤为治疗血分证之基本方。《叶氏医

效秘传·吐血》载：“凡治血证，上焦，犀角地黄汤。”

犀角地黄汤不仅可以治疗血分证之出血，亦可用于

吐血、衄血的治疗。如《问斋医案》载一“咯血”医案：

“咯血从喉，无声易出，道近络伤，犹鼻衄之理，即肺

管之衄，故有内衄之名。火旺阴亏，养阴清火为主。”
［６］９７９８此案方药为犀角、生地黄、牡丹皮、生白芍、当

归、怀牛膝、藕节、童便。该方以犀角地黄汤为基本

方加味，以当归、牛膝引血下行，藕节活血化瘀，童便

清热凉血、滋养阴液。新安医家潘为缙在《血症良

方》中提到：“（诸血证）皆可治者，莫若童便之为第一

良方”，认为童便可滋阴降火、活血利水而不伤正。

蒋宝素治一“吐血”案：“溽暑流行，心火素旺，二

火相济。咯血不止，气高而喘，脉虚身热。热极亡阴

之象，虑难收效。不可拘服寒凉百无一生之说。勉

拟一方，质诸明哲。”［６］１０９此案外因溽暑流行，内因

心火素旺，热入血分，以犀角地黄汤加减，药用人参、

麦冬、五味子、生石膏、知母、炙甘草、犀角、鲜生地

黄、赤芍、牡丹皮、淡竹叶、童便。该方以犀角地黄汤

去白芍加赤芍，重在清热凉血，生脉饮重在益气复

脉、养阴生津，石膏、知母以清肺胃之火，淡竹叶、童

便养阴清火，全方寒热配伍得当。

血分证与血证在治法上有相似之处，二者在治

疗上均谨守“诸热瞀瘛，皆属于火”之病机，但清心开

窍、熄风止痉之法为血分证所特有。方药选择上，血

分证与血证均以犀角地黄汤为基本方，但血分证需

加清心开窍、熄风止痉之药，如石菖蒲；血热证多加

清热凉血养阴之药，如童便。

４　结语

血证是指以火热熏灼或气虚不摄而致血液溢出

脉外为主的一类出血性疾患，而血分证属于温病深

入血分的病证。血分证与热盛迫血型血证具有相似

病因病机，多以感受六淫为主，但血分证可由疠气所

致，而血证多以脏腑内伤为主要病因；在病机上二者

均以“热盛动血”为主要病机。在临床表现上，尽管

血分证与血证均有出血的症状，但血分证还有高热

谵语、闭窍、动风等临床表现，而热盛迫血型血证还

伴有烘热、眩晕等其他症状，故而在临床辨治上，尽

管血分证与血证均以凉血散瘀之基本治法，但血分

证还应同时运用清心开窍、熄风止痉之法。而方药

运用上，二者均以犀角地黄汤为主，但血分证更应选

用开窍、熄风药物，而血证应选用养阴清热药物。

血分证虽与血证运用的辨证纲领及说理工具不

同，二者并无子属关系，但二者病因病机、临床症状、

治法方药有多处相似，临证时可将治疗热盛迫血型

血证的方法，如余午亭提出的“清气”之法以及张景

岳提出的“治火、治气、治血”之法运用于血分证的治

疗，注意清热泻火、清气降气、祛瘀止血，或能取得良

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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